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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採用隨機邊界法估計成本效率分數，資料樣本自 1977 起至

2003 止，共 409 筆，26 家人壽保險公司，資料來源為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業務統計年報。研究結果發現保險公司使用經紀人通路顯著的比較

有效率。因此，經過迴歸實證之後得知保險經紀人公司的通路確實有

助於降低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然而，有使用與未使用經紀人通路的

保險公司市場佔率並未有顯著的差異，其主要原因在於多數公司從

2000 年開始使用該通路，且許多保險公司並且採用，因此對於市場佔

率的影響並不大。因此，保險公司應該多多採用經紀人通路，以降低

營運成本。 

 

 

 

 

 

關鍵字〆經營效率、經紀人通路、市場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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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民國 35 年時，我國壽險業只有中央信託局及台灣人壽兩家公司，

皆屬公營。直到民國 51 年，首度開放民營公司申設，國泰、新光、中

國、國華及第一六家公司相繼成立々其中第一人壽先後易主慶豐人壽

及保誠人壽。民國 76 年 6 月間，第一家外商﹝美商﹞人壽保險公司─

安泰人壽─成立，直到民國 83 年全面開放外商壽險公司申設。由此看

來，我國壽險業約於民國 70 年代後期，急速膨脹，彼此間競爭乃日益

激烈。在此激烈競爭的情況下，保險經紀人的銷售通路對於壽險公司

來說日顯重要。然而其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為何，亦是有趣的議題。 

X 無效率為於最小成本及最大利潤的使用勞動及資本組合與實際

組合之差。而技術無效率乃資本及勞動多用，所造成的無效率。而分

配無效率乃與最佳組合同位於等產量或利潤線上，但可能多用或少用

一項以上的投入，所造成產出或利潤未到達最佳狀況的無效率。目前

國內探討人壽保險業經營效率者，採用經濟的估計方法有「無母數線

性規劃方法」的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後簡稱 DEA﹞

及「有母數計量方法」的隨機邊界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々後

簡稱 SFA﹞，而 SFA 因必頇假設殘差項與無效率必頇服從特定分配，

造成估計有猜測的意味，因此發展出無分配法﹝Distribution Free 

Approach々於後稱 DFA﹞。而目前國內探討人壽保險業經營效率採用

DEA 者以劉純之﹝1994﹞、李君屏﹝1994﹞及黃旭男﹝1998﹞為主，

而 DFA 以張文武﹝1998﹞為主。筆者將採用無分配估計法﹝DFA﹞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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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對數成本函數﹝Translog Cost Function﹞分析多元經濟、經營成本

與公司規模對於無效率之影響。 

在過去文獻中，所採用的經營績效衡量方法最有效率的公司皆不

同，如張文武(1998)利用 DFA 估計認為南山人壽為最有效率公司，然

而郝充仁與周林毅(2002)所採用相同方法但將樣本擴充至 26 家壽險業

時，發現新光人壽經營績效最佳，以相同資料再利用 SFA 研究，居然

發現安泰人壽經營績效最優良。在 DEA 方面，黃旭男(1998)研究結果

乃中國人壽最具備交叉效率。目前壽險業迴歸文獻中，所估算之無效

率值約在 30%~50%之間(Yuengert, 1993; Hardwick, 1997; 張文武, 1998; 

李永全,2001; 郝充仁、周林毅, 2002)。然而，DEA 的方法並無法使用

於非帄衡之縱橫資金(Unbalance Panel Data).因此本文使用 SFA 實證。 

Cummins et al. (1999) 提出合併型態的公司在美國是有收益獲利

與效率的。Lai and Chou (2005)使用台灣 26 家壽險公司，26 年度的資

料，研究結果發現公司的型態包括本國、外商、合併、金融控股公司

對於經營效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Gardner and Grace (1993)使用代理

人虛擬變數，研究結果對於公司的權益報酬率有害。由於代理人為向

保險公司收取費用之人，因此其當然對於權益報酬率有害。保險經紀

人僅收取微薄的佣金就能執行銷售保險單的任務。因此，本研究預期

經紀人有助於降低保險公司的營運成本。 

本文第貳節為文獻回顧，第參節為成本函數設定，第肆節為資料

來源與設定，第伍節迴歸結果之探討，第陸節為結論與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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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方法論文獻回顧 

Farrell﹝1957﹞提出衡量廠商技術效率的方法，其概念為廠商利

用現有生產技術，在既定的要素投入組合下，若其能成功地達到最大

產出水準，此時廠商的生產點會恰好落在生產邊界上，此即生產有效

率。若實際生產點不位於生產邊界上，其同時具有技術無效率及分配

無效率，而技術無效率為多用投入要素不能提升產出的情形，分配無

效率則為投入要素並未多用，產出已達生產邊界，但其使用要素成本

卻高於最適點的情形。Berger, Hancock, Humphrey.﹝1993﹞提出的生產

函數邊界理論認為會造成分配無效率乃受到預期要素或資本價格﹝又

稱為影子價格﹞的影響，其利潤函數模型中π=p〄q，p 是價格向量，

「〄」是指內積，而利潤的變動受 z 影響。Z 應為控制變數，包括資產

大小、資本結構及市場佔率等。其將技術無效率則定義為由於淨投入

的預計偏差導致離開效率邊界，其與影子相對價格對實際價格的偏差

亦有關係。而技術無效率分為投入無效率及產出無效率。 

產出技術無效率為由於銀行於借貸市場經營可能借貸交易過少，

因此達不到目標利潤稱之。而投入技術無效率為相對於僱用勞工太多

因此監督成本高，亦可能產生投入技術無效率。簡言之技術無效率乃

對於固定產出投入過多者稱為投入技術無效率。使產出比率太少者所

造成的無效率稱為產出技術無效率。 

分配無效率的重點在於最佳投入組合的偏差，此亦包括投入及產

出分配無效率。投入分配無效率為因不能依成本及收益預期投入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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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投入組合判斷錯誤且超量生產的現象。而產出分配無效率指不能

從收益及成本判斷產出的價格，導致與預期收益誤差的現象。 

參數邊界估計法主要以無分配法與隨機分配法為主。隨機分配法

必頇假設隨機干擾項服從常態分配，而無效率項服從半常態

﹝Half-Normal﹞、指數﹝Exponential﹞  及截斷式﹝Truncated﹞常態

分配。無分配法﹝DFA﹞則完全不需要假設。 

Schmidt, Sickles﹝1984﹞指出之前以橫斷面所做的廠商無效率，面

臨三個問題〆 

１、 Jondrow、Lovell、Materrov、Schmidt﹝1982﹞估計部份的觀

察值﹝公司﹞會有缺乏一致性的缺失，其乃因於干擾項及技

術無效率皆包含在誤差項內，此時無效率的分配變異數不會

隨著樣本數增加而減少。 

２、 干擾項必頇與技術無效率分離於模型之中，且無效率及干擾

項必頇假設分配﹝通常無效率分配假設為半常態、截斷式常

態分配及 Gamma 分配，而干擾項設為常態分配﹞ ，這些假

設並非純粹且精確的結果。另外，有學者強調無效率的偏態，

亦有學者認為不值得注意。 

３、 假設無效率是獨立的，這是錯誤的假設，乃因廠商知道無效

率之情況後會選擇其投入，因此並非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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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之問題可以運用縱橫資料估計即可解決。例如在 N 家公司取

T 個觀察值，部份公司的技術無效率將被估計，且 T 趨近於∞。第二，

在縱橫資料中，不需要強烈的分配假設，以及必頇是單一跨期的限制。

本質上，以超時及偏態即可證明無效率。第三、估計參數以及無效率

程度將可以被獲得，除非假設無效率在迴歸式中未調整。再者，無分

配法﹝DFA﹞估計出相對無效率，其特色為廠商家數不多的產業，只

要研究期間夠長即可。其估計為多年帄均的效率，而不是在廠商的每

一時點上的效率，因此又稱為時間不變的無效率﹝Time Invariant 

Inefficiency﹞。而固定效果的無效率值為〆 

)max(


 i 和


 iiu  ,i=1,2,…,N                  ﹝2.1﹞ 

其認為殘差項為


  ititit XY ，而隨機效果模型的無效率值為〆 

it

T

t

it T 





1

)/1(  ,i=1,2,…,N                        ﹝2.2﹞ 

其中 為常 數項，T 為期數，i 為第 i 家廠商。由

﹝2.2﹞式得知，無分配法﹝DFA﹞所求出的無效率值為帄均無效率

值，而非各年度之無效率值。而 SFA 假設 UVXY   ，其誤差項

與無效率值之分離由 Jondrow、Lovell 及 Schmidt﹝1982﹞所提出的方

法可以解決，其認為 X 無效率，而 Battese and Coelli 

﹝1988﹞將其技術效率公式以指數型態表示為 

且 10  i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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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無效率為                                           

Jondrow、Lovell 及 Schmidt﹝1982﹞除假設誤差項服從特定分配外，

亦假設無效率不隨時間而改變﹝Time invariant﹞來估計無效率。綜上

所述，筆者整理無分配法的 U、TE 與 AI 如下〆 

                                                       ﹝2.3﹞ 

                                       

)()()()( ititItitii WZUXUX

it eeeTE





  ，  10  itTE           

                     ﹝2.4﹞ 

Battese and Coelli (1995)參考 Kumbhakar, Ghosh and McGukin 

(1991)所提出於適當分配假設下，橫斷面估計模型。並發展出最大概似

法縱橫資料模型，其將以往之文獻視為該模型的特例。其將 Schmidt

與 Sickles﹝1984﹞之模型所估計的無效率值透過指數型態的轉換估

計，因此其值介於∞至 1 之間。 

 ii UUEXPXEFF  min                               ﹝2.5﹞ 

SFA 與 DFA 二者一有所限制，SFA 的限制為 Schmidt 與 Sickles

﹝1984﹞所提出的三點，而其中第三點假設無效率是獨立的問題，即

Berger﹝1993﹞於利潤函數中加入影子價格因素之原因。DFA 之限制

包括〆(1)只能求得廠商多年的帄均無效率。(2)廠商家數夠多的產業，

才能以橫斷面方資料估計成本函數。(3)資料年夠長才能除去帄均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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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至於那一種估計參數法比較準確，這是沒有定論的，因為效率的

衡量在每個衡量者中，皆有不同的標準的。而綜觀隨機邊界法﹝SFA﹞

與無分配法﹝DFA﹞，皆可以減少估計無一致性、取得不正常成本的

差異或特殊的無效率。而無分配法不假設適合的分配於誤差項，最為

方便。而且隨機邊界法﹝SFA﹞與無分配法﹝DFA﹞可以利用縱橫資料

﹝Panel Data﹞減少取得特殊無效率的機會。 

在過去文獻實證結果方面，規模經濟皆採資產的對數值為變數，

眾多文獻結果資產規模越大的公司無效率值越低，獲利能力越好

﹝ Berger; 1993; Yuengert, 1993; Gardner & Grace, 1993; 張 文

武,1998﹞，且 Gale and Branch(1982)、Smirlock, Gilligan and Marshall 

(1984)、Steven﹝1990﹞認為規模經濟與市場佔率呈現正向反應，但李

永全﹝2001﹞認為規模經濟以ROA觀點只會影響外商壽險公司獲利能

力。Gardner & Grace (1993)與張文武 (1998)檢定產品集中度可以測量

多角化經營對於無效率值的影響，結果亦是產品集中度越高，無效率

值越高。再檢定市場力量理論方面，多數文獻皆認為市場佔有率越高

的公司獲利能力越好，經營﹝管理﹞效率越高﹝Shepherd, 1982; 1986; 

Rhoades, 1985; Kurtz and Rhoades, 1991﹞。但張文武﹝1998﹞之實證結

果卻是相反，其認為美國之所以市場佔率越大，經營效率越好，乃表

示其壽險業控制市場力量太小所導致。在市場成長率方面，張文武

﹝1998﹞研究結果發現市場成長越快，壽險業經營越有效率。李永全

﹝2001﹞研究結果本國壽險公司管理效率假說﹝較好的生產技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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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可以降低成本獲得高利潤﹞並不成立，外商壽險公司則反之。

而目前壽險業迴歸文獻中，所估算之無效率值約在 30%~50%之間

﹝Yuengert, 1993; Hardwick, 1997; 張文武, 1998; 李永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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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型設定 

一般具有可加性、齊次性、固定替代彈性﹝CES﹞之生產可能曲

線，皆屬於同一類型之生產函數，非常適合分析 Arrow、Chenery、Minhas

與 Solow﹝1961﹞等具有一種產出兩種投入的生產可能曲線之替代彈

性性質。而 Uzaw﹝1962﹞與 McFadde﹝1963﹞曾證明，假設要素間替

代彈性固定與產出間之轉換彈性固定，並不適合來分析一種以上之產

出及兩種以上之投入生產可能曲線之性質。因此 Christensen、Jorgenson

與 Lau﹝1973﹞提出超越對數型之生產可能曲線，將生產函數表示為要

素投入的對數值與產出量對數值的二次函數。 

筆者套用 Christensen、Jorgenson 與 Lau﹝1973﹞之超越對數函數

於本研究之產出與投入，其型式如下〆 

  

﹝3.1﹞ 

 

其中 Y=產出，P=投入價格，Year=年度，ε=誤差項。產出包括個

人壽險保險費收入，個人傷害健康保險費收入，團體壽險保險費收入，

投資收益。P 為投入價格，包括勞動價格，資本價格，理賠價格。且

﹝3.1﹞必頇符合下列條件〆 

﹝1﹞ 對稱性〆 jiij CC  ， KOOK DD  。                  ﹝3.2﹞ 

﹝2﹞ 加總條件〆 1 i

i

B 、 0 i

i

i

i

ED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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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估計時必頇考慮此二項條件，但 Christensen、Jorgenson 與

Lau﹝1973﹞的實證結果發現商品成對可加性並不適用多種產出及多

種投入的生產組合。且並不支持商品有成對的可加性，或具有固定替

代彈性性質，因此﹝3.3﹞之條件不會成立。另外，Christensen、Jorgenson

與 Lau﹝1973﹞亦證明假設生產函數具有可加性及齊次性，這只能適用

於一種產出與兩種要素投入之生產函數。 

本研究二次迴歸模型如下〆 

itit
t

it GrouppHapLifpBROKERFOCUSMSLTADSFAH   


7654321

27

1

      

(3.4) 

SFAH=效率分數 

ROE=權益報酬率，為稅後淨利除以業主權益 

itD =年度虛擬變數 

LTA=資產總額對數值 

MS=市場佔率，為該公司該年度總保險費收入除以該年度市場總

保險費收入 

BROKER=使用經紀人通路的保險公司為 1，其他為 0。 

FOCUS=某一公司的產品集中度 

it

it

t

it

Groupp

HapLifpBROKERSFAHFOCUSMSLTADROE







 


8

7654321

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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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p=個人壽險保險費佔總保險費比率 

Hap=健康傷害保險費佔總保險費比率 

Groupp=團體保險費佔總保險費比率 

it =誤差項 

二次迴歸模型之選擇採用 Hausman Test (1978)檢定，若隨機模型

中的 與 itx 有關係，則以隨機模型估計會產生偏誤。其假設檢定如下〆 

H0〆當 0)( iti xE  ，隨機效果是適當的，即以 LSDV 估計﹝b0﹞

較佳。 

H1〆當 0)( iti xE  固定效果是適當的，即以 GLS 估計﹝b1﹞較佳。 

其統計量如下〆 

)()]var()[var()( 10

1

10

'

10 bbbbbbH                   ﹝3.5﹞ 

H 服從卡方分配，因此使用卡方值做判斷模型的依據。如檢定結

果為固定效果模型，則必頇利用 F Test 再檢定其公司間個別效果是否

相等﹝虛無假設為相等﹞，若不相等則採用固定效果模型，反之採用

最小帄方法估計。若檢定結果為隨機效果模型，則必頇利用 LM Test

檢定截距項是否具備隨機性﹝虛無假設為不具隨機性，採用最小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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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來源與變數設定 

本文採二段式估計方式，先以最小帄方法與超越對數成本函數估

計總無效率值，再以控制變數解釋目前外商進入造成本國原有公司之

影響。本研究利用﹝2.3﹞至﹝2.5﹞式估計總無效率值、技術效率值與

分配無效率值。在過去文獻中，估計成本函數邊界的變數可分為三類，

即投入項、產出項及成本項。 

第一節   產出變數  

產出變數大多以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保險費收入及投

資收益﹝包括有價證券投資、不動產投資及抵押放款等主要項目。﹞

為產出變數﹝呂家彥,1993; Grance & Timme, 1992;莊武仁、黃秀玲, 

1998;張文武, 1998﹞，Yuengert﹝1993﹞認為保險公司提供服務乃承擔

風險，因此應以責任準備金為產出變數。 

Cummins et al. (1997,1999) 指出保險公司最大的功能就是承擔風

險 (Risk bearing) ，因此採用的產出變數應該為責任準備金或保險給

付。然而，Hao and Chou (2006)認為這些變數雖然突顯保險公司承擔風

險的功能，但是這些變數的數值如果過大會產生清償能力的問題。而

且，依據壽險數理對於責任準備金為保險金額與已收的保險費差價的

定義，實在不應該以此為產出變數。 

許碩芬、林明俊﹝1999﹞認為採有效契約保險金額為產出變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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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樣有效保險金額但契約件數不同的問題」，而責任準備金亦是

如此。而採用新契約件數為產出變數，乃因件數與保額大小無關，無

法明確代表產出，因此保險費為解釋變數最為恰當，而我國保險法第

一條「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不可抗力、不可預料之事故

所造成的損失，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此說明保險人提供承擔風險

的責任，而產出應以保險費計算為妥善。 

再者，投資收益為本文的第四的產出變數的理由為保險公司之金

融中介者(Intermediary)，因此其資金為保戶之保險費，其轉而投資運用

而得之收益應為產出。此法為金融中介法。而 Cummins et al.(1997,1999)

所使用的方法為價值加總法(Valued-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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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投入變數  

﹝一﹞勞動價格 

投入變數大多以勞動價格及勞動費用除以總員工人數求得，勞動

費用為內勤人員薪資和外務員津貼，總員工人數為內勤人員和外務員

人數總和。 

﹝二﹞資本價格 

Lai and Jeng (2004)使用負債除以權益為資本價格，基本上該觀念

來自於米勒與莫葛底里尼(1958)MM 資本結構無關論。該理論認為資本

結構上漲，會使資本成本上升。然而，其唯一缺點為未考慮稅率的問

題，因為稅率會產生稅盾，使資本成本下降。 

Cummins et al. (1999) 提出使用市場資料的權益報酬率為資本價

格。然而，由於我國人壽保險公司上市公司有限，因此無法使用。最

後，有學者提出採用權益報酬率為資本價格變數，但是該變數可能為

負數的特性，會造成估計錯誤。 

 因此本研究採用最傳統的會計方法，採用資本價格為折舊和租金

兩項資本費用除以固定資產求得。 

﹝三﹞物料價格 

物料價格為物料價格除以總產出設算而得。張文武﹝1998﹞以保

險給付以個人人壽保險給付除以有效契約件數之理賠價格替代。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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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〆總成本大多以勞動費用、資本費用及物料費用或保險給付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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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階段迴歸變數 

本研究將分析市場力量、規模效率與多角化經營假說是否產生多

元經濟是否成立。因此本研究採用變數包括〆產品集中度、市場佔率

及資產對數值為公司規模替代變數。 

﹝一﹞產品集中度 

產品集中度乃公司經理人專注於生產某一產品時，因生產的產品

無多元化生產。因此，效率分數會下降，其產品集中度的公式如下〆 

                             (4.1) 

 

其中 1Y =個人壽險年度保險費收入， 2Y =個人傷害保險年度保險費

收入，
3Y =個人健康保險年度保險費收入， 4Y =團體險年度保險費收入。 

﹝二﹞市場佔率 

市場力量理論方面，多數文獻皆認為市場佔有率越高的公司獲利

能力越好，經營﹝管理﹞效率越高﹝Shepherd, 1982; 1986; Rhoades, 

1985; Kurtz and Rhoades, 1991﹞。但張文武﹝1998﹞之實證結果卻是相

反，其認為美國之所以市場佔率越大，經營效率越好，乃表示其壽險

業控制市場力量太小所導致。在市場成長率方面，張文武﹝1998﹞研

究結果發現市場成長越快，壽險業經營越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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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產對數值 

規模經濟皆採資產的對數值為變數，眾多文獻結果資產規模越大

的公司無效率值越低，獲利能力越好﹝Berger; 1993; Yuengert, 1993; 

Gardner & Grace, 1993; 張文武,1998﹞，且 Gale and Branch(1982)、

Smirlock, Gilligan and Marshall (1984)、Steven﹝1990﹞認為規模經濟與

市場佔率呈現正向反應。 

﹝四﹞經紀人虛擬變數 

Gardner and Grace (1993)使用代理人虛擬變數，研究結果對於公司

的權益報酬率有害。由於代理人為向保險公司收取費用之人，因此其

當然對於權益報酬率有害。保險經紀人僅收取微薄的佣金就能執行銷

售保險單的任務。因此，本研究預期經紀人有助於降低保險公司的營

運成本。 

﹝五﹞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 

Gardner and Grace (1993)使用代理人虛擬變數，研究結果對於公司

的權益報酬率有害。由於代理人為向保險公司收取費用之人，因此其

當然對於權益報酬率有害。 

﹝六﹞個人壽險、健康傷害保險與團體保險費佔總保險費佔率 

Lai and Chou. (2005)使用個人壽險、健康傷害保險與團體保險費佔

總保險費佔率等變數，瞭解其與壽險業經營效率的關係，其研究結果

發現若某險種保險的比率接近一，其經營效率比較不好。主要也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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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壽險保險單有標準示範條款之規範，造成商品差異度大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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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  

本研究樣本資料共 26 家公司，1977~2003 年的不帄衡縱橫資料

(unbalance panel data)，共 409 筆，且使用隨機邊界法(SFA)估計效率值。

資料來源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財務及業務統計年報。 

表 1.敘述統計 

 帄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態 最小值 最大值 樣本數 

LTA 22.568 2.249 0.240 2.440 17.091 28.007 409.000 

MS 0.066 0.132 2.775 10.592 0.000 0.815 409.000 

SFAH 0.804 0.113 -0.161 2.671 0.470 1.000 409.000 

FOCUS 0.520 0.150 0.975 4.066 0.232 1.000 409.000 

ROE 0.132 0.609 7.315 95.082 -0.743 8.605 409.000 

LIFEP 0.616  0.200  -1.325  4.794  0.000  0.995  409.000  

HAP 0.166  0.130  1.523  6.301  0.000  0.814  409.000  

GROUPP 0.024  0.070  7.589  72.337  0.000  0.805  409.000  

LTA=資產總額對數值 

MS=市場佔率，為該公司該年度總保險費收入除以該年度市場總保險費收入 

FOCUS=某一公司的產品集中度 

台灣的人壽保險市場自民國 35 年中央信託局及台灣人壽成立後，

市場佔率一直由國泰人壽獨佔鰲頭，最大值曾經高達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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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規模亦是該公司奪冠。在經營效率分數方面，帄均分數為

80.4%，產品集中度方面帄均為 52%，此與我國常期以來以個人壽險為

主力商品有關。 

圖 1.顯示我國壽險業 27 年來的效率值為上升的趨勢，其中包括開

放外商及新公司成立，經紀人制度的採用等等。圖 2.我國的壽險業產

品集中度雖然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傳統壽險商品仍然是主流商品的影

響下，產品集中度的幅度仍然沒有下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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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每年產品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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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年度平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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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每年產品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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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差異分析表 

  帄均數   

  使用 未使用 T Value P Value 

經營效率值 0.823 0.796 2.063 0.020** 

市場佔率 0.068 0.065 0.219 0.413 

資產對數值 23.179 22.302 3.955 0.000*** 

權益報酬率(ROE) 0.003 0.135 -2.300 0.028** 

個人壽險保費佔率 0.666 0.614 0.899 0.390 

健康傷害保費佔率 0.111 0.167 -1.913 0.085* 

團體保費佔率 0.001 0.003 -3.323 0.001*** 

1〃為 10%顯著水準，**為 5%顯著水準，***為 1%顯著水準 

2〃虛無假設為有使用與未使用經紀人通路者為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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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發現有使用經紀人通路的保險公司顯著的比較有效率，而

且大型公司比較喜愛使用經紀人通路。因此，保險經紀人公司的通路

確實有助於降低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 

本研究顯示保險公司會使用保險經紀人的通路之商品為個人壽險

商品，而健康與意外保險，團體保險鮮少使用該通路。對於後二者商

品的差異是非常顯著。 

然而，公司使用該通路時必頇支付佣金給經紀人，因此對於股東

的獲利會有減少的效果。因此，保險公司的股東對於使用該通路通常

會保持保留的態度。此結果與 Gardner and Grace (1993)的研究結果相

同。 

然而，有使用與未使用經紀人通路的保險公司市場佔率並未有顯

著的差異，其主要原因在於多數公司從 2000 年開始使用該通路，且許

多保險公司並且採用，因此對於市場佔率的影響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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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迴歸分析 

itit
t

it BROKERFOCUSMSLTADSFAH   


4321

27

1
 

itit
t

it BROKERSFAHFOCUSMSLTADROE   


44321

27

1
 

應變數 SFAH ROE 

自變數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Constant 0.908 0.000*** -2.859 0.000*** 

LTA 0.001 0.776 0.115 0.000*** 

MS -0.256 0.000*** 0.653 0.017** 

FOCUS -0.183 0.000*** 0.037 0.874 

SFAH - - 0.963 0.000*** 

BROKER 0.034 0.296 -0.102 0.550 

LIFEP -0.003 0.901 -0.309 0.027** 

HAP -0.240 0.000*** 0.371 0.189 

GROUPP -0.591 0.000*** 1.506 0.009*** 

D2 0.004 0.927 -0.020 0.938 

D3 0.394 0.000*** -0.991 0.005*** 

D4 0.113 0.023** -0.036 0.890 

D5 -0.022 0.664 0.213 0.418 

D6 0.005 0.915 -0.080 0.759 

D7 -0.025 0.612 -0.067 0.797 

D8 -0.055 0.260 -0.027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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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0.008 0.867 -0.023 0.928 

D10 0.029 0.561 -0.160 0.535 

D11 0.068 0.170 -0.084 0.747 

D12 0.090 0.062* 0.416 0.102 

D13 0.056 0.225 0.806 0.001*** 

D14 0.071 0.108 -0.143 0.541 

D15 0.066 0.133 -0.362 0.119 

D16 0.073 0.086* -0.366 0.104 

D17 -0.072 0.079* -0.275 0.200 

D18 -0.059 0.147 -0.274 0.203 

D19 0.114 0.005*** -0.529 0.015** 

D20 0.072 0.078* -0.458 0.034** 

D21 0.060 0.144 -0.373 0.085* 

D22 0.010 0.810 -0.467 0.031** 

D23 0.055 0.189 -0.606 0.006*** 

D24 0.011 0.799 -0.554 0.011** 

D25 0.079 0.062* -0.572 0.010** 

D26 0.079 0.072* -0.594 0.010** 

D27 0.049 0.263 -0.541 0.019** 

2R  0.368 0.401 

*為 10%顯著水準，**為 5%顯著水準，***為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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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市場佔率的增加並不一定會使營運成本

下降。然而，保險公司使用經紀人通路顯著的比較有效率。因此，經

過迴歸實證之後得知保險經紀人公司的通路確實有助於降低保險公司

的經營成本。 

然而，有使用與未使用經紀人通路的保險公司市場佔率並未有顯

著的差異，其主要原因在於多數公司從 2000 年開始使用該通路，且許

多保險公司並且採用，因此對於市場佔率的影響並不大。 

在權益報酬率方面，股東對於經紀人通路的使用不必太過擔心，

其通路的使用雖然對於保險公司的權益報酬率有負向的影響，但是影

響並不顯著，因此保險公司應可以多多利用該通路銷售保險單。 

自 2001 年以後經營效率為呈現上升的趨勢，可見我國的壽險產業

因為保險經紀人的通路使用，更加降低經營的帄均成本。然而，時間

不長因此其效果並未顯著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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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果  

本文的最終目的是要瞭解經紀人通路對壽險公司的績效影響，研

究的指標在於採用來自該通路的保險費佔總公司的保費收入的百分比

越高，壽險公司的經營效率是否提升。研究結果發現保險公司使用經

紀人通路顯著的比較有效率。因此，經過迴歸實證之後得知保險經紀

人公司的通路確實有助於降低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 

本研究顯示保險公司會使用保險經紀人的通路之商品為個人壽險

商品，而健康與意外保險，團體保險鮮少使用該通路。對於後二者商

品使用保險經紀人與未使用的保險費佔總保險費差異是非常顯著。 

然而，有使用與未使用經紀人通路的保險公司市場佔率並未有顯

著的差異，其主要原因在於多數公司從 2000 年開始使用該通路，且許

多保險公司並且採用，因此對於市場佔率的影響並不大。因此，保險

公司應該多多採用經紀人通路，以降低營運成本。 

在權益報酬率方面，股東對於經紀人通路的使用不必太過擔心，

其通路的使用雖然對於保險公司的權益報酬率有負向的影響，但是影

響並不顯著，因此保險公司應可以多多利用該通路銷售保險單。 

自 2001 年以後經營效率為呈現上升的趨勢，可見我國的壽險產業

因為保險經紀人的通路使用，更加降低經營的帄均成本。然而，時間

不長因此其效果並未顯著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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